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张良 杜康 刘昌宝

北风呼啸，寒气逼人。1 月 3 日，
萧瑟苍茫的北方大地，一场战斗力建
设检验性演练拉开战幕——这是火箭
军某新型导弹旅组建以来的战场“首
秀”。

一辆辆导弹战车背负“大国长剑”
驰骋在山间小道，突破导调组设置的重
重“障碍”，顺利占领发射阵地。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一名名操
作号手从战车驾驶室中跳出，奔向各
自战位。发射场坪上，以往热火朝天
的场面不见了，几名操作号手左奔右
突，按下一个个按钮，如行云流水般
完成全套操作动作后，导弹模拟发射
成功。

旅长马赜终于如释重负。此时，距
某新型导弹正式列装该旅还不到一周。

去年 4月，火箭军首支直接组建的
新型导弹旅诞生，马赜被任命为首任旅
长。
“过去，一支导弹旅的组建犹如凤

凰涅槃。”马赜介绍说，从抽组集训
队、试训队到最终成旅，往往历经数
年，有的甚至组建数年还没有列装装
备，形成战斗力则需要更长时间。
“宁愿人才等装备，不让装备等

人才”，这是过去导弹旅建设的响亮
口号。而今，随着新知识、新技术的
广泛应用，掌握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人
才成为引领新质战斗力发展的重要资
源和推手，赋予了人与装备新的辩证
关系。

组建之初，为了快速磨砺锤炼号
手，旅技术室工程师王征带领 3名技术
干部，仅用 3个月便研发出一套地面测
试设备，满足了全旅号手的训练需求。

演练现场，一级军士长夏书志正在
对照装备梳理操作流程，这是入伍 26
年的他接触的第 4种型号导弹。夏书志
回忆说，刚入伍时，发射一枚导弹需要
上百人，如今仅仅需要数人就能把庞然
大物送上蓝天。

俗话说，三十不改行，四十不学
艺。夏书志今年 45岁，8个月前他所在
发射营整建制转隶到现所在旅，他也从
原来的控制号手变成发控号手。“控
制”到“发控”，一字之差，但要学习

的专业从大系统到全系统，内容比以往
多了好几倍。

随着武器系统的集成化程度越来越
高，需要号手完成的动作大幅减少，很
多流程由计算机自动完成。记者看到，
发射现场，号手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战车
上的显示屏，随时掌控着导弹的发射状
态。
“心随导弹一起飞。”发射四营二级

军士长杨子奎这样形容自己 21年的军
旅生涯。他说，以往号手只是操作者，
按照流程完成动作就能确保发射成功。
如今，若没有同导弹“你中有我”般的
熟悉，就摸不准导弹的“脾气”。

刚刚参加完旅预任营长考核的发射
四营副营长徐刚，拿到 96.4分的成绩后
仍不满意。他说，只有平时拿满分，才
能确保战时能打赢。

旅政委李保国担任团政委时，熟
练掌握全团所有型号武器专业，是
基地政工干部学军事的典型。此次
演练前，他刚刚参加完基地组织的
导弹专业抽考。“信息化装备是新质
战斗力生成的基础。”李保国告诉记
者，旅队列装的新型武器，实现了

操作智能化、设备集成化、仪器小
型化，测试、加电等动作能够在机
动转进途中完成，大大缩短了发射
准备时间。
“连接电缆！”发射一营二连连长张

艳飞下达口令。记者发现，以往需要连
接 28 根电缆的“满场飞”场景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 2名操作号手快速就
位，三下五除二就将电缆连接完毕，实
现了数据的快速传输。

武器装备优化，人员结构编成不能
弱化。在该旅，人人都是战斗员，都要
成为导弹专业的行家里手。

四级军士长崔志亮在老单位是文书
兼军械员，干得风生水起。转隶到现所
在旅，被任命为导弹装填号手后，崔志
亮当即拜同为四级军士长的专业骨干华
德喜为师，从零开始学专业，如今已能
够上装操作。

演练成功不等于发射成功，发射成
功不等于实战打赢。广袤天际间，该旅
一辆辆导弹战车转换发射阵地，练对
抗、练战法，掀起一轮轮练兵热潮。据
悉，该旅已受领实弹发射任务，即将亮
剑高原。

火箭军某新型导弹旅列装不到一周迎来战场“首秀”——

发射场坪“静悄悄”
■本报特约记者 杨永刚

新疆阿拉套山腹地，大雪及膝，
寒风凛冽。1月 9日，天微微亮，新疆
军区博尔塔拉军分区某边防连一支巡
逻分队已在松林中穿行，向着号称
“云海之巅”的某山口前进。

上士班长刘仕高，已经记不清这
是他戍边 11载以来第几次前往该地域
巡逻，但他知道今天的执勤将伴随他
走进而立之年。

面对一望无垠的雪山，踩着厚厚
的积雪，想起了前一天晚上视频聊天
中女儿的可爱模样，刘仕高情不自禁
地笑出了声。
“班长，想嫂子和闺女了吧！”下

士张然然无意间的一句话，让刘仕高
瞬间红了脸，也引得大家都笑了起
来。
“ 大 家 加 把 劲 ， 一 鼓 作 气 到 山

顶！”刘仕高没接话茬，而是鼓励大家
继续前进。队伍瞬间安静了，刘仕高
清楚，这条巡逻路线环境异常恶劣，
要翻过 3座雪山，经历 1000多米的海拔
落差，保存体力是最重要的。

可今天战士们有点怪怪的，连续
行军近 2 个小时，途中竟没人要求休
息，就连平时略显怕苦怕累的胡明也

一直闷着头往前走。刘仕高途中两次
安排休息，大家却一反常态，一致表
示今天想一口气走上去。
“快看，马鹿！兄弟们追啊！”在

距离山顶近 200米处，副班长王永正在
队伍前面喊了一声。没等刘仕高反应
过来，战士们就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心中有些不放心的刘仕高感觉情
况不对，便加快了脚步，向战士们消
失的方向跑去。一个加速冲过一道
弯，刘仕高慢慢地放缓了脚步。

海拔 2500 米，气温近零下三十摄
氏度。云海上的山顶处站着一排军姿
挺拔的战士，紧握着钢枪的双手冻得
通红，急促的奔袭让他们身上正冒着
热气，在刺眼的阳光照射下显得更加
高大伟岸。只见站在队伍中间的王永
正手捧着一块没有任何奶油的蛋糕。
“班长，你辛苦了！”
“班长，生日快乐！”
……
从排头到排尾，战士们个个咧着

笑脸，挨个向刘仕高喊出生日祝福。
望着战士们个个冻得发紫的脸蛋，刘
仕高缓缓地走向队伍中间，就着眼泪
狠狠地咬了一口蛋糕……

云海上的惊喜
■王国鑫

本报讯 郭发海、熊振翔报道：
“你瞧，这房子甲醛含量低于标准值，
这下可以安心入住了！”新年伊始，新
疆军区某边防团步兵二连连长上冲用
甲醛测试仪测试刚分到手的公寓房，
结果让他满意放心。

去年 6月份，这个团新建的公寓楼
验收完毕并拟计划交付使用。当营房
助理程玉龙将验收结果和分房计划上
报后，团保障处处长宋芝勇发现，50
多项技术指标中唯独少了甲醛含量这
一项。随即，宋芝勇拿着甲醛测试仪
到几个房间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 5倍
多。

为此，团党委研究决定，延迟交
付使用。随后，该团聘请地方专业机
构为公寓房除甲醛，机关相关人员全
程跟踪，实时监测。新房未交付前，
他们还自筹资金将官兵和家属安排住
进了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家具齐全
的公租房。

后方无忧，前方无畏。刚刚将妻
子从老家接过来的该团乌什水边防营
副营长阿不都肯木·克依木高兴地
说：“从安排入住公租房，到如今住进
健康舒适的公寓房，每件实事都办到
了官兵心坎上，为这样‘走心’的服
务点赞。”

公寓房延迟交付
官兵为啥叫好？

亲爱的作战靴：

你好！我是东部战区陆军某特战
旅下士李帅帅，平时训练、战备、执勤
都要和你亲密接触，真是形影不离。
你与迷彩服搭配帅气十足，陪我走过
了充实的 2017年。然而，你也有一些
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不，进入了 2018
年，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你是个“重量级”战友。你“皮糙
肉厚”，足足超过 1.5公斤，成为演训场
上“难以承受之重”。每次穿着你跑 5
公里武装越野，我的双脚都像灌满了
铅，尤其后半程，迈步十分吃力，真是
“累觉不爱”啊！

你是个“闷罐子”。在你的“呵护”
下，双脚连气都喘不过来，闷得都快挺
不住了。一天训练下来，经常被你憋
出“一鞋汗”。夏天就寝时把你摆在床
边，散发出浓烈的气味，那叫一个“酸
爽”；冬天天气冷，白天鞋里湿漉漉的，
晚上也干不了，第二天再穿上，那叫一
个“凉爽”。

你还是个“硬汉”。你的底子太敦
实，几乎不会变形，但也没有弹性。穿
着你参加长途拉练，不是脚被震得发

麻，就是腿被震得生疼。至于膝盖浮
肿、脚底板起泡，更是家常便饭。好不
容易适应了你的“金刚之躯”，你却差
不多“寿终正寝”。

最后想告诉你的是，前不久有战
友网购了一款和你长得几乎一样的
“作战靴”。这位新宠一亮相，就让大

家“爱不释脚”：它的体重只有你的一
半，跑起步来很轻快；它的透气性好，
鞋底软软的，也让战友告别了恼人的
脚气和“跑步膝”。

作战靴啊作战靴！真心希望
2018年你能快点“升级”！

（彭乙峰、张 榕整理）

作战靴，请快点“升级”吧！
—2018致 07式作战靴

07式作战靴采用新工艺，鞋帮

阻燃，鞋底防刺，舒适度和功能性有

了明显增强，是基层一线战斗员的标

配。然而，从下士李帅帅风趣幽默的

“告白”可以看出，作战靴在某些方

面仍有改进空间。

虽然我军有着“战士双脚走天

下”的优良传统，我们也提倡官兵艰

苦朴素、吃苦耐劳，但如果有一双穿

着更舒适的作战靴，必然会让大家更

好地投入练兵备战。

我国是一个制鞋大国，技术基

础深厚。能否加快军民融合的步

子，尽快解决这些举“足”轻重的

问题？我们和李帅帅一样，期盼作

战靴早日“升级”，让战友们穿得

更舒适，跑得更畅快，打起仗来更

敏捷。

这个指导员不简单！元旦刚过，
第 74集团军某旅装步四连指导员王达
的一堂十九大精神辅导课，竟让连队
官兵听得津津有味。

上任指导员岗位不足 4个月，就
把一堂理论课讲得深入浅出，这与王
达的经历息息相关：14 岁出国留学，
22岁取得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硕士
学位，23岁回国参军入伍。
“越是远离祖国，越希望祖国强

盛，民族复兴。”近 10 年的国外求学
经历让王达对祖国的感情越发深厚。
回国后，他毅然放弃高薪工作和优越
生活选择从军报国。

然而初入军营的王达体能并不占

优，对军营严格的管理和封闭的环境
也不太适应。但他并不气馁，练体
能，别人跑一个 5 公里，他跑两个；
练技能，他顶着高温猫在战车里，浑
身湿透也不出来；强理论，他拿出撰
写硕士论文的劲头，不断充实自己的
“理论库”。

很快，王达从同年度兵中脱颖而
出，并提干成为一名军官。因语言
特长，王达奉命在中外联训中担任
翻 译 工 作 。 在 履 行 翻 译 职 责 的 同
时，王达还发挥语言优势，主动向
外 军 学 员 宣 讲 中 国 军 队 的 强 军 故
事，使外军学员对中国军队有了全
新认识。

传播强军好声音，凝聚强军正能
量。王达的表现，得到联训带队中方
指挥员的高度赞扬，而他也在联训中
切身感受到了我军转型重塑后新气象
新面貌。

为外军讲好强军故事，更为身边
战友传递强军正能量。每次参加外事
活动回来，王达都会精心梳理自己的
感悟体会，并结合党的最新理论成
果，为官兵奉上“理论大餐”。

一句话颁奖辞：从追梦校园到筑

梦军旅，从海归硕士到军中战士，你

自身的经历，就是一则生动的强军故

事。

海归硕士指导员的播火之路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周钰淞 通讯员 钟志光

全力推进练兵备战·2018开训见闻③记者探营

过去，由于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含

量较低，操作程序相对繁琐，对官兵

的操作技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兵

王”王忠心曾说：“操作中百分之九

十的故障来自人为因素”，这句话生

动反映了人在导弹发射中的重要作

用，也说明了必须历经千锤百炼的磨

砺，才能成为合格的导弹操作号手，

才能完美地诠释“人剑结合”。

列装不到一周，官兵便能驭剑出

击，这首先源自组建8个月来全体官

兵的日夜拼搏。他们到厂家见学、到

院校取经，背规程、跑电路、钻原

理，用模拟器材练动作、练流程，在

武器列装前已具备熟练驾驭新型导弹

的能力。

其次，得益于武器装备信息化、

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装备需要号

手操作的动作越来越少，发射准备

时间也大幅缩短。然而对操作号手

来说，必须精通武器装备原理，每

操作一个动作，要掌握动作背后武

器的工作状态，做到“人在流程

中，心随导弹飞”。

人在流程中 心随导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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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第73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火力连组织新老兵军事技能PK

赛，列兵刘青云主动挑战班长徐飞，在无光条件下比拼步枪分解结合。

据悉，为激发官兵训练热情，该旅在训练间隙广泛组织小比武、小竞赛，

增强官兵练精、练强专业的紧迫感。

林 彤、许晓军摄影报道

新兵单挑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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